
最新工匠精神个人心得 员工工匠精神个
人心得体会(优秀5篇)

每个人都曾试图在平淡的学习、工作和生活中写一篇文章。
写作是培养人的观察、联想、想象、思维和记忆的重要手段。
范文书写有哪些要求呢？我们怎样才能写好一篇范文呢？下
面我给大家整理了一些优秀范文，希望能够帮助到大家，我
们一起来看一看吧。

工匠精神个人心得篇一

“工匠精神”之所以受到国家层面重视和宣扬，与其说它重
要，毋宁说它紧缺。受职业性质影响，审计系统本身不乏精
心实施审计项目、潜心挖掘审计成果、倾心打造审计精品
的“匠人”，但面对审计制度改革、审计职业化建设、审计
全覆盖等新的时代课题，弘扬审计人员的“工匠精神”可谓
正当其时。要通过氛围鼓励、价值激励、实践磨砺和自身砥
砺多方面给力，来形成人人崇尚和践行工匠精神的整体合力。

用浓厚氛围鼓励传承工匠精神。审计机关要将“工匠文化”
作为文化立审的重要组成部分，经常性开展“学习工匠精神，
做敬业、创新、奉献审计人”主题教育活动，大力推选身边
先进典型和标兵，营造人人崇尚精益求精、人人倡导精益求
精、人人践行精益求精的浓厚氛围，让审计成果意识、质量
意识、精品意识在每一名审计干部心中落地生根。

用价值实现激励践行工匠精神。完善审计干部职工职业规划
和制度措施，着力提升审计人员职业能力和素养，关心关注
每一名审计干部职工成长成才，让价值感成为审计人专注坚
守、精益求精、乐于奉献的内生动力。加大优秀审计成果的
评选和表彰力度，充分挖掘和彰显审计精品中所蕴含的工匠
精神，让每一名精益求精、追求极致的审计人员感受到辛勤
付出、务实劳动后的收获感和价值感，从而来推动工匠精神



蓬勃成长。

用实践磨砺涵养“匠人”品质。要通过科学的审计计划和人
员组织方式，为审计干部职工精心实施审计创造条件，确保
在审计项目实施各环节，审计人员能够扑下身子，踏踏实实、
一丝不苟地对待每一个数据、每一本账簿、每一份证据，深
研细究问题原因，精雕细琢意见建议。对于审计实践中的不
认真、不严谨、不细致作风，要坚决予以抵制，让“出一次
报告，铸一座丰碑”的审计作为在审计实践中蔚然成风，使
每一份审计成果能够经得起实践、人民和历史的检验。

工匠精神个人心得篇二

把每一位同事当做老师。刚毕业的我们多了一点浮夸，少了
一点稳重。刚进公司时，我会因为一通电话和客户沟通的还
不错，就自认为自己的沟通方式还是比较让客户接受的，但
是后来经历接客户、做活动、跟踪客户到店之后才知道，原
来这么伤脑细胞，客户不会因为你一通电话就相信你。现在
的我，依然会遇到这样的困惑，但是我学会了及时向同事、
领导沟通，听听他们的建议，针对不同的客户用不同的方式
沟通。

把工作当做一场演出。每一位演员都会把自己的每场演出都
做到完美。而我们平时工作，大多时间是因为要工作而工作，
少了一点主动性。人与人之间最大的区别就是思维方式的不
同，你的思维方式也决定了你的生活和工作。领导交代一件
事，我们要用心的思考，认真完成领导下达的要求，领导之
所以提出问题肯定是看到问题的所在;客户向我们咨询一个问
题，我们要及时真诚回复，客户之所以找你，是对你的信任，
如果我们把客户当成是朋友，我相信我们的朋友会越来越多;
扫街时，只要我们抱着要帮助客户的心态，想为他提供一个
不仅质量有保证且价格实惠的环境，并且也锻炼了我们的沟
通能力，相信客户一定会因为我们的真诚留下联系方式。种
瓜得瓜，种豆得豆，我们用什么样的心态去工作，就会有什



么样的收获。

工作让我们实现了价值和梦想，所以，让我们用一颗感恩的
心去对待我们的工作，用一种孜孜不倦、精益求精的行为去
对待我们的工作。

工匠精神个人心得篇三

首先，工匠精神要求对工作精益求精，对每件工作都能做到
极致。在工作中，精通自己的工作业务，掌握自己所管科室
的工作内容和工作进展，是知识升级和能力升级的基本要求，
在以后的工作中不断提高自身的专业知识、专业能力、专业
精神，注意工作细节，工作方法，反复改进，不断进步。

在这次国家地下水监测工程新建100口监测井施工工作检查督
导过程中，我再一次深刻体会到，工作中精益求精的理念的
重要性。每一个施工环节，重点施工流程等关键节点都应该
亲临现场、重点盯紧，掌握每一个井场的具体情况，及时了
解施工现状，对发生的状况及存在隐患，在周密的考量后，
提出解决对策和实施方案。工作做到细致入微，精益求精，
大家齐心协力，团结一致，提交的成果才能获得肯定和认可。

其次，工匠精神要求对待工作严谨、耐心、专注和坚持。不
投机取巧，不停止追求，不得过且过。绝不能有“差不多、
过得去”的错误思想，要端正自己的态度，要对自己实
施“高标准、严要求”。我深知自己肩负的责任，成功离不
开坚持不懈和执着的追求。对待本职工作一定要一丝不苟，
细致入微，深入一线了解工作情况，这样才能对工作了然于
胸，坚持与同志们沟通交流，耐心听取大家的意见和建议，
专注于工作中的每件小事，热爱自己的工作，确保工作顺利
开展。

最后，工匠精神要求勤于学习，不断钻研，不断创新。要
把“工匠精神”应用于专业领域，勤于学习新理论，主动研



究新问题，深入开展调查研究，用心钻研业务知识，在工作
中学习创新，立足于现状，综合分析，冷静思考，寻找创新
的思路和方法，更好的把有限的时间投入到无限的为人民服
务之中。

工匠精神个人心得篇四

奢谈一知半解的理念，执迷于建构教育派流或教学模式，轻
视学科教学知识打磨和积淀，最终将导致教学荒芜。

几千年来，工匠生活在社会底层，他们赖以生存的技艺经验与
“知识”“真理”无缘，他们精益求精的工匠精神被精英文
化轻视。中国传统思想中，孔子对“学稼、学圃”不以为然。
孟子更将它称为“劳力”，断言其被“劳心”者统治。这并非
“中国特色”。杜威曾说，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的思想相差
很大，却共同地贬低技艺。柏拉图把手艺人安置于“理想
国”的金字塔底层。亚里士多德把技艺称为“制作”，认为
只是达成外部目的的手段。随着近现代理性主义和科学主义
日益兴盛，人们对工匠技艺经验的批判，就愈演愈烈了。

在此背景下，“教书匠”几乎成了教育领域的“过街老鼠”。
“教书匠”和“教育家”间的虚假对立，诱使“要教育家，
不要教书匠”之类口号出炉。在它们的误导下，有些一线中
小学教师，如宗健梅所言，“不去做具体的实际的教育教学
工作和研究，甚至鄙视常规教育教学工作，把扎扎实实的教
育教学轻蔑地称之为‘教死书’，把实实在在的教育工作者
轻蔑地称之为‘教书匠’，却进行宏观的、不切实际的理论
研究，说一些专家们常说的话，写一些学者们已经写过的文
章。”奢谈一知半解的理念，执迷于建构教育流派或教学模
式，轻视学科教学知识打磨和积淀，最终将导致教学荒芜。

故而，教师要重拾工匠精神。这是我国时代精神的需要，也
得到了当代学术研究的印证。上世纪哲学研究的实践转向及
其对社会学、教育学的影响，都为技艺经验的合法性、奠基



性和重要性做了“背书”。

这些学术思想资源包括：存在论层面，海德格尔对“用具透
明性”的现象学描述；认识论层面，波兰尼对缄默知识与名
言知识之关系的“冰山比喻”；语言哲学领域，赖尔对“知
道什么”和“知道怎么做”的区分和维特根斯坦的“相似的
看待”“相似的处理”；在社会学领域，布迪厄揭示的“实
践逻辑”；在教育学领域，康纳利的“教师个人实践知识”
和范梅南的“教学机智”等。

简言之，教育教学不仅是科学，而且是艺术。作为艺术，它
总有一些地方没有道理，总有一些地方不讲道理，也总有一
些地方讲不出道理，教师只能靠技艺经验。

重拾工匠精神，先要为“教书匠”正名。匠，在汉语中并非
只是墨守成规，而且有一丝不苟、精益求精、一以贯之之义。
我们反对墨守成规的教书匠，欢迎精益求精的教书匠，即具
有工匠精神的教师。何谓工匠精神？付守永的《工匠精神：
向价值型员工进化》说，它的核心是“不仅仅把工作当作赚
钱的工具，而是树立一种对工作执着、对所做的事情和生成
的产品精益求精、精雕细琢的精神。”具有工匠精神的人视
工作为修行，视品质如生命，视产品为作品，努力戒除功利
心、浮躁心和投机心。

由此可见，具有工匠精神的教师将教育作为终身事业，专注、
执着于教育教学，力求教育教学工作的精细、极致，并在此
过程中体验幸福。工匠精神在教育领域是有传统的。于
漪“一辈子做教师，一辈子学做教师”，是工匠精神。苏霍
姆林斯基在《给教师的一百条建议》中提到一位历史老
师“对每一节课，我都是用终生的时间来备课”，是工匠精
神。甚至于那些拥有某项绝技，如在黑板上反手画圆、随手
画地图、能用二十种语气说“你好”、能在开学一周内记住
所有学生的姓名等，也体现了工匠精神。



工匠精神个人心得篇五

我学习工匠精神的时间比较晚，只学习了四个月的时间，当
我第一次翻开那一本用烫金色印刷字体一位名叫刘敏大师写
的工匠精神的时候，几乎是一气呵成看过了这一部著作，似
乎它并不深奥，但中间的故事直入主题，顿时让我明白了许
多。

工匠精神，说简单就是十六个字：一丝不苟、执着坚持、精
益求精、一以贯之。仅仅十六字，做到却不容易要耐得住寂
寞，受得了诱惑，克得了磨难，守得了久长，把数十年当成
一日，一心一意，就只为做好一件事，做到完美，做到极致，
除了勤奋和坚持，没有其他!

这样的精神令人敬畏，这样的精神正是成功的底色!具有这样
的精神的人，不管再什么样的岗位，不管是石匠、木匠，还
是泥瓦匠、理发匠，还是现代工厂流水线上的工匠，都会取
得自己的成功。

成功自有道，成功的路上没有偶然只有必然，企图靠投机钻
营能获得成功者寥寥无几;脚踏实地、奋力拼搏是成功的共同
特征。在一个行业、企业里的坚持与努力，是绝大数职场成
功者的制胜法宝。

很多职场不成功者几乎都有自命不凡的通病。对工作没有热
情，没有恒心;自以为自己的能力出众，技压群芳，而不思进
取，恃才傲物;说话口无遮拦，牢骚满腹，做事却不认真，敷
衍塞责;没有定力，频繁跳槽，这山盼着那山高，又不注重自
身能力的提升，优势逐渐丧失……这些其实都是与工匠精神
相悖的。结果是狗熊掰玉米，掰一个丢一个，最终成了职场
流浪汉，永远难获成功。

所以，职场员工要改变自己对工作的认识，摒弃掉浮躁与狂
妄，做好当下，追求极致，把工匠精神贯穿到自己的`工作中，



才能收获自己的成功。

有这样的精神的人，不仅能收获成功，也能收获自己人生的
快乐。因为他们热爱工作，信仰工作，视工作至高无上，他
们能在工作中获得其他任何工作都不可能有的兴趣!

有时候我会问自己，我真的很迷茫，我们为什么工作，需要
的是什么，一开始我个人觉得这不切实际，这个社会这个世
界，人大部分都是自私的，有一句古话人不为己，天诛地灭。

我深刻领会到，使自我由浮躁变为脚踏实地，由随波逐流，
循规蹈矩变为用心主动工作，真正把热爱企业、热爱岗位、
全心全意履行岗位职责落在实处。无论从事什么行业，只有
全心全意、尽职尽责地工作，才能在自我的领域里出类拔萃，
这也是敬业精神的直接表现。不论你的工资是高还是低，你
都就应持续这种良好的工作作风。


